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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显微镜确定骨龄的初步研究

朱 芳 武38

9广 西 中 医 学 院8

关键词 骨龄的确定 : 显微结构 : 股骨

内 容 提 要

作者对在广西地区收集的年龄从 # 岁至 !; 岁的 ∀# 副完整骨骼的右股骨中点横断磨片
一

的

骨单位数
、

骨间板数
、

非哈弗氏管数及外环骨板平均相对厚度进行了观测和计算
。

这些指标与

年龄之间均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
,

并建立了相应的回归方程
。

这些回归方程的估计年龄与实

际年龄的误差在 土 # 岁以内的
,

达 !< = 左右 :在 士 < 岁以内的
,

达  < = 左右
。

与用 >
, ? 3≅7 法

所作的对比检验表明
,

本文方法较适用于国人材料
。

甚

日

骨骼年龄的确定是人类学
、

法医学及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

确定骨骼年龄的传统

方法是依据骨骼随年龄而变化的外部特征作出年龄估计的
。

这种方法在实际使用中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

当骨骼不完整
,

对确定骨龄最有用的标志不存在时
,

用这种方法所确定的

年龄的准确程度便大为降低
。

年龄在 #< 岁以上的骨骼
,

因为确定年龄所依据的标志变异

性较大
,

所以骨龄的估计误差往往较大 9陈世贤
,

 !叱 > ≅? 3≅ 7
,

 ; # 8
。

而且
,

用这种传统

方法确定骨龄的准确程度也与鉴定者的经验有关
。

为了克服鉴定骨龄的传统方法的这种

局限性
,

有必要寻找新的确定骨龄的方法
。

为此
,

本文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用国人

材料进一步探索股骨骨密质的年龄变化规律
,

并以此为依据确立用显微镜估计骨骼年龄

的方法
。

早在 ! Α 年
, 0 ,, Β≅ ? 在其著作中写道

Χ “

所谓老年是一个自然的有规律的衰退 过

程
,

其并发的变化容易从尸体上确认
。

这些变化中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在骨骼方面
,

即骨皮

质变薄及骨质疏松
”
91Δ6 ?+

,

 Ε  8
。

Φ, Γ Η≅ 7 9  ; < 8对人骨骨密质的显微结构观察表 明
,

股

骨中段骨密质随年龄增加而 出现显微镜可见的改变
。 0 Ι? ?≅ 7 9  ; Α 8 对一组

4

 例股骨中

段编年标本所作的观察表明
,

随年龄增加
,

骨间板及骨单位的密度增加
,

而骨单位的平均

直径变小 :但哈弗氏管平均直径及股骨骨干骨密质厚度不发生明显的改变
,

并建立了相应

的回归方程
。

针对 % Ι? ?≅7 的结论
,

Φ, Γ Η≅7 9  ; ; 8 较严格地选择了一组 ; 例股骨标本 :

用显微放射照像法
,

重新对骨密质的年龄变化进行观察
,

得到一些不同的结果
Χ 即哈弗氏

管的周长随年龄增加而 明显增长
,

而骨单位的直径并未随年龄增加而缩小
。 > ≅? 3≅7 9  ; # 8

对 ; 副骸骨的股骨
、

胫骨及排骨的骨密质的年龄变化作了系统的观察
,

发现骨单位数
、

骨间板数
、

非哈弗氏管数及外环骨板平均相对厚度均有年龄变化规律
,

并建立了可供实

38 本文指导老师是方中砧和冯家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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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多因素综合估计年龄的方法
。

瓜。;+习> 9  ; Ε8 对不同年龄的人的四肢长骨骨密质的

不同水平断面的组织结构及骨密质厚度作了系统观察
,

发现均有明显的年龄变 化规律
。

ϑΚ Λ0 ≅Λ Μ≅ 33Κ 9  Ε ! 8 用扫描电镜对各型游离骨单位的胶原纤维的分布与排列方向进行观察
,

发现各型骨单位数量的变化与标本年龄均存在非常显著的线性相关
。 & 6+ +≅ Λ9  Ε Ε 8用脱

钙骨连续切片的方法对骨组织的改建过程进行了三维空间的研究
,

加深了对骨单位及其

形成过程的认识
。

Ν ≅ Ο6 Μ≅? 9  Ε Ε 8 用 Π 线光谱微量分析与显微放射照像相结合的方法
,

发

现人的长骨及扁骨中的骨单位及骨间板的钙
、

镁
、

磷的含量及分布随年龄而变化
。

在成书于公元前 斗世纪的我国古典医籍《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明确记述了有关骨骼生

长
、

盛衰的年龄变化规律以及男女两性骨骼发育在大体形态方面的差异
。

现代
,

我国学者

陈康颐等 9  ; Α 8 系统地介绍了以长骨哈弗氏管管径估测年龄的方法
。

近年来
,

陈世贤

9  ! < 8系统介绍了从骨骼的形态结构估测年龄的各种方法
,

其中包括利用多因素综合估

计年龄的方法
。

但尚未见到有以国人骨密质组织结构进行年龄特征研究的报告
。

为此
,

本文作者以国人材料进行骨密质多项结构的年龄特征研究 9仿 > ≅?3 ≅7 法8
,

为建立国人以

骨密质结构推算年龄的方法作初步探讨
,

为研究国人骨密质年龄变化规律积累资料
。

一
、

材 料 及 方 法

∀# 例标本均取自整副的广西籍人骸骨
,

有死亡时的年龄记录
。

年龄从 # 岁至 !; 岁
,

女性 ; 例
,

男性  例
。

Ε 例死于急性创伤
,

其余 ! 例为解剖室内的尸体
,

其死因不详
。

尸

体经 < 外 的福尔马林固定或土埋 至 年
。

所选用的尸体为营养发育良好
、

无恶病质
、

四肢正常
、

未见局部畸形及伤痕
,

且无 自发性骨折
。

从每例尸体的右侧股骨中点锯取横断

骨片
,

断面与股骨长轴垂直
。

骨片经圆盘式磨片机粗磨后
,

再经手工细磨至通过骨片能透

视新闻报纸 # 号字迹 : 流水洗净
,

经  # 关 酒精脱水 # 分钟后
,

用二甲苯透 明 # 分钟
,

以中

性树脂封固
。

骨片制成后
,

用肉眼及显微镜检查
,

只选用肉眼观及显微镜观均属正常的骨

片
。

在股骨磨片上
,

通过互相垂直的前后径和横径确定股骨磨片外侧缘的前后
、

内外 斗个

极点
。

用普通光学显微镜在 << 倍 9< Θ <8 视野9宽度为 3
4

ΗΡ Ρ 8下进行观察
。

视野的

外缘应恰与前后
、

内外极点相切 9见图 8
。

这样得出的在特定部位
、

特定大小的视野
,

在

本文中称为
“

标准视野
”。 用国产显微镜 目镜测微计测量

,

在 << 倍时
,

该测微计的最小刻

度 格相当于 Α
4

Α 微米
。

在每张骨片内通过计数或测量
,

得 出下列 Α 项观察指标
Χ
骨单位数

、

骨间板数
、

外环

骨板平均相对厚度及非哈弗氏管数
。

骨单位又称为哈弗氏系统
。

围绕整个骨单位的外围有一条倒转线或粘合线
。

将每张

骨片 Α 个标准视野内的骨单位的个数累计
,

即得该骨片的骨单位数
。

对于那些老的骨单

位只要其哈弗氏管周围可见数层结构完整
、

分层清楚的同心性骨板
,

粘合线或多或少地存

在
,

同样列人骨单位数的统计
。

骨间板为衰老的骨单位的残余碎片
。

因此
,

那些残余的同心性骨板仍有同心性排列

特征
,

为不带哈弗氏管的弓形或新月形结构
,

填充在骨单位之间
。

将每张骨片的 Α 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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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内的骨间板个数 累计
,

即得该骨片的骨间板数
。

在视野周边部的骨板
,

因不能区分是

图 四个标准视野在股

骨磨片中的位置

& Δ≅ /, 06 ΜΚ, Λ , Σ Σ, Ι? Η≅3≅0Μ ≅Τ

ϑ ΚΗ Ι 6 3 ΣΚ ≅ 3Τ , ΚΛ 0? , , ,

, ≅ 0Μ Κ, Λ , Σ ΜΔ ≅ Σ≅ Ρ Ι ?

属于骨单位的骨板或是骨间板
,

故不列人统计
。

外环骨板是由间隔相等的骨板组成
,

这些骨板互

相平行地环绕于骨皮质的周边部
。

在每张骨片的 Α 个

标准视野内
,

用目镜测微计分别测量外环骨板在互相

垂直的横径和前后径上的厚度
,

然后将 Α 个标准视野

内侧得的外环骨板的厚度累加
,

再除以 斗,

即得每张骨

片的外环骨板的平均厚度
。

外环骨板平均厚度与标准

视野的宽度 9 # < <产8之比值即为外环骨板平均相对厚

度
。

非哈弗氏管是原成骨单位或非哈弗氏系统中容纳

血管的管腔
,

为血管通过骨皮质时形成的
。

原成骨单

位没有倒转线或粘合线环绕其外界
,

仅有少数环形骨

板呈带状环绕在非哈弗氏管的外周
。

本文仅计数外环

骨板内的非哈弗氏管
。

每张骨片的 斗个标准视野内的

非哈弗氏管的累计数即为该骨片的非哈弗氏管数
。

二
、

结 果

4

骨单位数和年龄的关系

∀ # 张骨片的骨单位数列如表
。

从表 可见
,

骨单位数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

为正相关 9见图 8
。

经统计学处理
,

相关

口口。尹ΕΥ年龄

单位年

 ! ∀ # ∀ ∃% &∋ ( )

∗ + 百+ ,口口 浑口 ∃夕口

骨单位数 −

图 ∗ 骨单位数与年龄的关系

. ∀ & / ∀ ∀ ) & ! ∀ ) 0 1 . ∀ # ( 2 ( , & ∀ ( ) % ) 3 &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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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Α 项观察指标计数侧Μ 结果

外 环 骨 板环一

⋯
平均厚度

9拼8
平均相对厚度

9平均厚度 ς # < <拜8

非哈弗

氏管数

骨间数板骨单位数
性别

年龄岁5
编号

+
。

6 7 ∗ 8

+
9

6 6 ∗ +

+
。

: ; + 8

+
9

∗ :; +

+
9

∗; 8 <

+
。

7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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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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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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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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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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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 +

+
9

+ 6 6 ∗

+
9

= = =+

+
9

+ < : :

+
9

+ < 8 ∗

+
9

+ 7 < ∗

+
。

+ 7 + =

+
9

+ 6 ; >

+
9

+ : 7 ∗

+
。

+ 6 + :

+
9

+ 7 ∗ :

+
9

+ => ∗

+
。

+ : 8 ;

+
9

+ ∗ 8 8

+
9

+ : 6 ;

+
9

+ : + ∗

+
9

+ ∗ ; 8

+
9

+ =; 8

= + =

; ∗

7 >

=>

: 7

7 <

=∗

<

∃+

6

∃+

;

>

7

7

∗

7

斗

7

;

=

6

<

∃

:

∗

:

∗

∗

=

;

∗

:

∗

,‘?们月‘
≅
日)ΑΒ∃∃八Α尹Χ乙Α∗+)ΑΑΧ八曰Χ门

99999999

⋯⋯
+∗++
9 9工),≅伟Δ丈Α口曰,了+∗ΕΔ‘Α==≅≅日,乙Χ

#,‘Χ声了Χ≅==≅只ΦΧ护Γ,,一+<,山)Α+∗ΧΒ,了Χ)产+=一通
9
月
份==,=
月9==上==;∗6:==;:=∗68∗6;=+6<==7=7;:=7巧7=7=;巧=8∗==>=∗=>=;∗Η7∗

八Α,Δ护七
沪

;2ΔΓ,,‘
Γ
传,子月,傀(Δ少)习)
?飞≅≅勺月,7日乙Α工Γ,
了
一≅日,‘‘Α==
=、了只Φ。。Ι∃3
‘厂ΧΓ

,内Δ乡今代
沪Γ份Χ了Χ丈Α)Α内了加。。,∗口)勺,了)Α=
)∃∃≅Χ了为了八,=
&∃ϑ≅,二Ι产∃3
‘月,傀Γ+∗?日≅气,,∃,乙

‘9上≅9工=人9=9,9二==≅9== 9=,=山9===9‘9===9 盆二,=
‘9=

3、Γ工乡

6=∗=∗=7∗∗∗:∗6∗;∗8∗>∗>7=驼7∗7;7>相和:∗::科:6盯6+6668;∗;7<+<+<∗”8;

ΚΛ,山=≅

= = =
9

;

6 6
9

8

86
。

斗

> +
。

+

8∗
9

8

=; 6
9

8

= = =
。

;

= =<
9

7

6 6
9

8

呼6
。

∗

86
。

:

; :
9

8

< 6
9

;

: 8
。

;

∗ 8
。

8

< ∗
9

+

: 7
9

∗

; 8
9

:

; +
9

7

: +
9

∗

∗ 6
9

∗

:6;<8>=+)=∗=7抖巧=;=<=8=>∗+∗=∗∗∗7∗:∗6∗;刀∗8∗>7+7=7∗777:76

系数
犷 Μ +

9

8 =
,
Ν Ο +9 + + + , ,

相关属高度显著性
。

直线回归方程为

夕 Μ +
9

6 7 二 一 =+
9

; > Π Κ 式Θ

回归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 勿
·

二 一 =∗
9

8:
。

式中 夕 为以年为单位的估计年龄
, Ρ 为每张骨片的骨单位数

,

回归系数 . Μ +
9

67

Ν Ο +9 + + + 6 ,

回归系数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
9

骨间板数与年龄的关系

76 张骨片的骨间板数列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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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见
,

骨间板数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

为正相关 9见图 ∀ 8
。

这种关系经数理统计

处理
,

得如下结果
Χ

相关系数
,

Ω <
4

Ε ; ,

Β Ξ <4 < < < # ,

相关属高度显著性
。

回归方程为
Χ

夕 Ω
4

二 Ψ ;
4

, # 9 式8

回归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 孙
·

Π Ω ∀
4

!<
。

式中 夕为以年为单位的估计年龄
, 二

为每张骨片的骨间板数
。

回归系数 Ζ Ω
4 ,

+ Ξ <4 < < < #, 回归系数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
4

外环骨板平均相对厚度与年龄的关系

∀# 张骨片的外环骨板平均相对 厚度

列如表 3 。

将表 中各骨片的外环骨板平均相对

厚度与年龄经双对数转换
,

并绘成散点图

9见图 Α 8
。

从图 Α 可见
,

外环骨板平均相

对厚度随年龄增加而减少
,

为负相关
。

经

数理统计学处理得如下结果
Χ

相关系数
犷

一 一 <4 Ε 
,

Β Ξ <4 < < ,

相

Υ年龄9单位
·

年

口 /口 口 乡口 寸口

骨间板数 Θ

图 ∀ 骨间板数与年龄的关系

& Δ ≅ ? ≅ 36 ΜΚ, Λ Ζ ≅ ΜΓ ≅ ≅ Λ ΜΔ ≅ Λ Ι Ρ Ζ ≅ ? , Σ

ΜΔ ≅ , Η Μ≅ , Λ Σ? 6 Ο Ρ ≅ Λ Μ 6 Λ Τ Μ Δ ≅ 6 Ο ≅

关属高度显著性
。

所配合的回归方程为
Χ

夕 Ω #
4

Ε ∀ #  二
一。

·

;;[ 9/3? 式8

回归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

1 7
·

Π Ω
4

< 。

式中 夕为用年表示的估计年龄
, Π 为

每张骨片的外环骨板平均相对厚度
,

回归

系数 Ζ 一 一 <
4

; ; # Α ,

Β Ξ <
4

<<
,

回归系数具有高度显著性
。

Υ /口口

茸

龄

单

位

Χ仁
口

·

口护

图 Α

比 ? 0 36 ?Κ, Λ Ζ ≅ Μ、ϑ ≅ , Λ ΜΔ
, 6 ϑ ≅ ? 6 Ο ≅

卜好 ∗
,

/ 口Φ 不口

外环板平均相对厚度 Θ

外环骨板平均相对厚度与年龄的关系
? ≅

36 ΜΚϑ ≅ Μ ΔΚ0 [ Λ ≅ Η Η , Σ Μ Δ ≅ , Ι Μ≅ ? Τ ? ≅ Ι Ρ Σ≅ ? ≅ Λ Μ Κ6 3 36 Ρ ≅ 336 ≅ 6 Λ Τ ΜΔ ≅ 6 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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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4

非哈弗氏管数与年岭的关系

∀# 张骨片的非哈弗氏管数列如表 3。

将表 中各骨片的非哈弗氏管数与年龄作双对数转换
,

并绘成散点图 9见图 #8
。

从

图 # 可见
,

非哈弗氏管数随年龄增加而减少
,

为负相关
。

经数理统计学处理
,

得如下结

果
Χ

相关系数
,

一 一 <
4

! # ,

+ Ξ <4 <<
,

相关属高度显著性
。

所配合的回归方程是
Χ

夕 Ω Ε Ε
4

; Α ; Π 一。
·

, ‘#
9/ϑ 式 8

回归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 即
· Π Ω 4 #

。

上式中 夕为以年为单位的估计年龄
。 二

为每张骨片的非哈弗氏管数
。

回归系数 Ζ 一

一 让# ∀ # Α ,

户Ξ <
4

< <
,

回归系数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了年钟单位年

图 6

 ! ∀ # ∀ ∃% &∋ ( ) . ∀ & / ∀ ∀ ) & ! ∀

声 Κ 口
一

歹Χ 翔口 ∗ + +

非哈弗氏管数 Ρ

非哈弗氏管数与年龄的关系
。 0 1 . ∀ # ( 2 & ! ∀ ) ( ) 一Σ % Τ ∀ # Υ ∋% ) ϑ% ) % ∃ % ) 3 & ! ∀ % 4 ∀

为了检验已建立的 : 个回归方程估计年龄的准确性
,

用回归方程 Κ
、

) 、 ) ∃
、

Κ Τ 式及其

联用
,

以及 ) ∃
、

Κ Τ 式联用
,

对 ∗: 例已知年龄的国人股骨标本进行验证
,

估计年龄与实际

年龄的误差见表 ∗ 。

表 ∗ 用不同方法对 ∗: 例国人股骨标本验证结果

估计年龄
估计年龄与实际年龄的误差

士 6 岁以内 士6一士 =+ 岁 土 = + 岁以上

的方法
例数 例数

四式联用

∃∃ Λ Κ ς 式联用

= ∗
9

6

∗>
9

∗

=;
。

;

一
门

9

型色Ω阵澳Ω
Ξ ’∗

·

6

Ξ
“97

=
‘∗

·

6

】
∗ 6

·

+

Ξ
”7

·

7

Ξ

,‘≅、夕,
子

,

Γ
,,‘产Χ

,Λ999=

, 9二,Δ
:
,Δ∃了:

暇

,Δ,
了工口哎目Γ<==,Γ

⋯⋯
,ΔΙ
ΓΨΑΚΚ, #‘?,
曰9工只Φ口Ζ竹了了七内Δ[∃)ΑΙ≅≅<矛、一ΓΧ少内Α,乙==

,9工==,∃二

式式式式1扮)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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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 / 式及 Λ 式单独用于估计年龄的准确性远不如同时应用 /
、

Λ
、 Λ 3

、

/2 式

的 Α 式联用 9产 Ξ <
4

< 8
。

这两个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较大
,

估计年龄的准确性较低
。

回归方程 Λ 3式及 /2 式的标准估计误差较小
,

估计年龄与实际年龄相差在士 , 岁以内

达 Ε < 外左右
,

这两式单独用来估计年龄
,

准确性虽不为 Ρ
、

/2 式联用或 Α 式联用高
,

但这

种差异经数理统计学处理表明是不显著的 9产∴ <
4

。, 8
。

回归方程 Λ 3
、

/ϑ 式联 用及 斗式联用
,

估计年龄的准确性较用单因素方法高 : 估计误差

在 士 # 岁内达 !< 外左右
。

这两种多因素估计年龄的方法的估计结果虽有些差别
,

但这种

差异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意义 9Β ∴ <
4

< # 8
。

回归方程 /
、

Λ
、

Ρ
、 /2 式联用多因素综合估计年龄的方法

,

是通过标本的观察指标

9
二
8分别用相应的回归方程求出估计年龄 夕及其  # 多 可信限

,

即估计年龄范围
。

然 后将

各估计年龄范围分别用相应的实线在轮廓图上标明
。

相应的数字列在图的右侧
,

这样图

上所标的线段上下方就会出现重叠部位
。

在重叠部分处表示最小年龄端和最大年龄端各

画一条垂直线
,

两垂线间的中线即为该标本的估计年龄
。

回归方程
’

‘Λ 3、 /ϑ 式联用估计年龄的方法基本与回归方程 /
、

Λ
、

Λ 3
、

/ϑ 式联用综合估

计年龄的方法相同
。

年 龄

骨 单 位 数

骨 间 板 数

外 环 骨板 单
均 相 对 厚度

非哈弗氏管教

枯计年龄范田
9
夕 , = 可信限 8

< — Α 夕

<— 夕夕

‘—

夕一
, 夕

编 号
Χ Α

性 别
Χ

女

取材部位
Χ

右股骨中点

日 期
Χ ] 夕沙, 年多 月礴日

年龄估计苑围
Χ

已女口年龄
Χ

行占计年龄
:

夕一 , 牙 岁

ς 岁 岁

< 岁

图 ; 综合估计年龄示例

⊥ Π 6 Ρ +3≅ , Σ ΜΔ ≅ 6 Ο ≅ ≅ , ΜΚΡ 6 Μ≅ Τ Ζ 7 6 Η7Λ ΜΔ ≅ ΜΚ≅ Ρ ≅ ΜΔ ,Τ

通过上述轮廓图利用多因素综合估计年龄的方法
,

使全部估计年龄的范围变窄 :在不

减少估计年龄的可靠性的同时
,

而将其准确性提高了
。

这是由于虽使年龄的估计范围变

窄
,

但仍在  # 外的可信限内
。

为了比较本文的估计年龄方法与 > ≅? [ 7法的实用价值
,

用 Α 例已知死前年龄的国人

股骨标本
,

分别对本文的 Α 式联用的综合估计年龄的方法及 > ≅? 3≅ 7 法进行对比验证
,

结果

列如表 ∀ 。

从表 ∀ 可见
,

用本文所提 出的方法估计年龄与实际年龄的误差在 士 # 岁以内者

为 < 例 9# ∀
4

∀关8
,

> ≅ ?3≅7 法为 < 例 9Α
4

Ε多8
。

两法结果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9Β Ξ <
4

< < # 8
。

而估计年龄与实际年龄的误差在 士 # 岁以上者
,

两法结果差异无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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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用 Α 例国人股骨标本对本文方法及 >

Χ?3
法的验证结果

两法结果差异

估计误差

显著性测验

士# 岁以 内

士#一士 < 岁

士 < 岁以上

卜一一一竺一一竺‘一一色
一

一遗
户

—_一一宜巨 三里3 一一卜
一一

一
二一

⎯

翌黔, , 一
卜
一一

4 Ω

翌竺一一_—
竺一

4 Ω

⎯

_一
‘

翌竺⎯ 一卜
一一
二 一一

_
<

_
“∀

·

∀
_

‘α

_
斗

β
·

乙
‘

_
“

·

_
“

_
] ,

·

甘

_—
4

二一一
一

_一卫三
二宜一_一一二一一卜

一
Ω

止兰止一
_ ] 弓 χ ’∗α

·

。
χ

] 斗
_

/ ∗α
·

δ
δ δ

+Ξ <
4

<< #

+∴ <
4

<#

+∴ <
4

< #

合 计

9Β ∴ <
4

< # 8
。

三
、

讨 论

4

人股骨中段骨密质存在较明显的年龄变化
。

骨单位数
,

骨间板数随年龄增加而增

加
,

呈正相关
,

相关系数较高
,

显著性检验表明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这说明骨单位数
、

骨间

板数与年龄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相关
。

但相应的回归方程由于标准估计误差较大
,

所推

算的年龄与实际年龄的误差也就较大
。

因此
,

实际应用时尚嫌其估计年龄的准确性较低
。

外环骨板的平均相对厚度及非哈弗氏管数随年龄的增加而减少
,

呈负相关
,

相关系数较

高
,

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这说明外环骨板平均相对厚度及非哈弗氏

管数与年龄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相关
。

相应的回归方程 式及 /ϑ 式由于标准估计误差

较小
,

推算的年龄与实际年龄的误差在 士 # 岁以内者均达 夕。多左右
。

多因素综合估计年

龄法的回归方程 Λ 3式与 /2 式联用以及回归方程 /
、

Λ
、

Λ 3
、

/ϑ 式联用的估计年龄与实际年

龄的误差在 士 # 岁以内者达 !< 外左右
。

这表明回归方程 Ρ 式及 /ϑ 式以及多因素综合估

计年龄的方法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用 Α 例已知年龄的国人股骨标本
,

分别对本文估计年龄的方法及 >≅ ?3 ≅7 法进行验证
,

其结果之差异经数理统计处理表明
,

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从而提示本文方法对国人材料

较为适用
。

造成这种差异是否由于材料来源不同
,

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

4

为使因取材部位不同而引起的差异减少到最小
,

本组标本均取自股骨中点
。

但在

尸体上要准确地从股骨中点取材有一定困难
,

对不完整的股骨要确定其中点甚至是不可

能的
。

对于此种情况
,

有作者指出
,

股骨骨干中 ς ∀ 的显微结构是同质的
。

因此
,

从骨干

中 ς ∀ 任何部位取材
,

所得结果都是一样可信的 9> ≅? 3≅7
,  ; # 8

。

∀
4

许多疾病对骨组织的影响足以产生显微镜可见的变化
。

现在已知一些常见疾病对

骨组织有明显的影响
,

例如 Χ
外伤

、

炎症
、

心血管疾病
、

萎缩
、

肿瘤
、

发育及代谢疾病等
。

在可

见的病理性改变部位
,

正常的骨组织发生改变
,

其年龄无法正确估计
,

但 >≅ ?3≅ 79  ; # 8 认

为
,

除非在切片取材部位有肉眼观或显微镜观的病理性改变
,

否则确定年龄的显微镜方法

的可靠性是不受影响的
。

Α
4

本文因受标本来源限制
,

未能作骨组织年龄变化的性别
、

种族
、

地区差异的观察
。

个体间的差异是明显的
。

一般认为
,

个体差异是由于个体存在生物年龄与编年年龄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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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并且随年龄增加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大所造成的 9>≅ ?3≅ 7
,

 ; # 8
。

也有人指出
,

这主

要是由于一定年龄的不同个体其骨骼改建的强度不同所造成的 9助印二
,

 ; Ε8
。

在 Α<

岁以上的各个体的估计年龄与实际年龄的误差逐渐增大
。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
,

还因为在

年龄较大的标本中
,

有的标准视野内非哈弗氏管及外环骨板观察不到
,

因而引起估计年龄

的误差增大
。

因此对老年个体年龄估计误差要比年轻个体的大
。

由于股骨编年标本来源受限
,

本组标本例数有限
,

年龄分布亦欠均匀
。

本文作者虽作

了一些工作
,

仍不能完全揭示骨组织结构随年龄变化的规律
,

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及利用多

因素综合估计年龄的方法
,

也有不够完善之处
。

今后如能收集到更多的标本
,

从多种长骨

多因素进行研究
,

将会进一步提高估计年龄的准确性
。

四
、

小 结

4

本组 ∀# 例编年标本均为广西籍人骨
,

年龄从 # 岁至 !; 岁
,

骨片取自每例尸体右侧

股骨中点并与该骨长轴垂直
,

以常规方法制成
。

4

用显微镜及测微计在每张骨片的 Α 个标准视野内分别对骨单位
、

骨间板
、

非哈弗氏

管及外环骨板厚度进行计数或测量
,

而得 出该骨片的年龄变化指标
Χ 骨单位数

、

骨间板

数
、

非哈弗氏管数
、

外环骨板平均相对厚度
。

∀
4

骨单位数及骨间板数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

为正相关 : 非哈弗氏管数及外环骨板平均

相对厚度随年龄增加而减少
,

为负相关
。

Α
4

建立了 Α 项观察指标与年龄的回归方程
,

利用估计年龄的轮廓图
,

进而建立了多因

素综合估计年龄的方法
。

#
4

用 Α 例已知年龄的国人股骨标本对已建立的 斗个回归方程及多因素综合估计年

龄的方法所作的验证表明
,

回归方程 /
、

Λ
、

Ρ
、

/ϑ 式联用
, Λ 3

、

ε 式联用
,

以及回归方程

Λ 3 式与 ε 式均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
4

用 Α 例已知年龄的国人股骨标本对本文估计年龄的方法与 > ≅ ?3 ≅7 法所作的对比

验证提示
,

本文方法对国人材料较为适用
。

Ε
4

本文方法既适用于青少年个体
,

亦适用于老年个体 : 既适用于完整的股骨
,

亦适用

于仅存中段的股骨
。

本文作者对陈康颐教授
,

衡阳医学院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主任盛 昆岚副教授
、

任炳炎讲

师及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韩建生副教授给予的指教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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